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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福克纳研究一直是国内外文学批评领域的热门，新世纪却鲜有热点。

武月明的新作《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迄今国内第

一部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福克纳的主要作品进行了深刻阐释的论著。

该书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回到福克纳创作的历史现场和伦理语境中，从

阐释美国南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伦理

关系入手，剖析被福克纳记录在文本世界中的 20 世纪初美国南方社会有别于北

方的伦理现象与伦理关系，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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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武月明教授的新作《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开卷翻阅，即为书中文字吸引，顿时有了爱不释手的感觉。作者从新的视角出发，

在伦理批评的立场上展开对福克纳的小说研究，对福克纳的一系列重要小说重

新阐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从书中可以看出，武月明在研究过程中表现

出扎实的研究功底和良好的学术素养，思维开阔，小心求证，大胆论述，多有

发现。

福克纳不仅是西方学界备受关注的热门美国作家，也是中国学界重点关注

的美国作家。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福克纳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34 年 5 月，

施蛰存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第 5 卷第 1 期发表了赵家璧翻译的弥尔顿 • 华

尔德曼（Milton Waldman）的文章 《近代美国小说之大趋势》，其中论及的福

克纳以“福尔克奈”的译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读者面前。1934 年 11 月，《现

代》杂志第五卷第 6 期出版“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不仅集中介绍了白璧德、

杰克 • 伦敦、辛克莱、德莱塞、刘易士、奥尼尔、庞德、海明威、福克纳等一

批美国作家，而且还发表了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和凌昌言的《福尔克

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两篇专题论文以及江兼霞翻译的福克纳的短篇小

说《伊莱》。赵家璧评价福克纳说：“福尔克奈的散文，正像美国的文化一样

是受了许多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东西。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

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

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的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

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

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冲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

安特生的更值得纪念”（qtd. 黄春兰 16-17）。赵家璧还在 1934 年出版的《世

界文学》第 1 卷第 2 号上发表了《福尔克奈研究》的专题论文，此后又于 1936
年 8 月出版论文集《新传统》，在其重点评介的十个作家中，福克纳就是其中

的一个。

从 30 年代我国对外国作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福克纳最初就受到我国学界

的重视，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研究外国作

家的热潮，福克纳作为我国研究美国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理所当然地

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译介福克纳，研究

福克纳的热情开始显现。不过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尽管研究福克纳的专题论文

和学术专著还在不断出版，但无论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福克纳的研究热情

已经有所减弱。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是因为随着世纪末理论热的消退，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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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评方法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沉静期，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们认识到激进的批评

方法对于紧迫的社会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具有多元内涵的文学作

品及其与产生、接受和流通的“世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其次经过

经典结构的热潮后，主流经典作家，特别是白人男作家，受到新兴边缘作家的

挑战与冲击，甚至被冷落。相对而言，少数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特别是少数

族裔女性作家，更吸引人们的目光。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社会中的去经典

化进程，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建构有一定历史意义，但也应该看到作为

历史文化积淀的文学经典，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阶级、种族和思想的局

限性，也仍然是人类宝贵精神财富中的精华。因此，福克纳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

尽管有时也有被去经典化和边缘化的危险，但是它们作为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却

是永恒的。

具体到中国的福克纳研究，上个世纪后半期主要集中在《喧哗与骚动》

（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

以及《押沙龙，押沙龙！》（1936）这些早期创作上，而对于他后期的小说如《野

棕榈》（1939）、《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坟墓的闯

入者》（1948）《小镇》（1957）、《大宅》（1959）显然关注不够。研究的

内容大多带有西方影响的痕迹，往往局限于南方的蓄奴制、种族、性别、战争、

意识流艺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等问题上。显然，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不足，

即缺乏应有的伦理关怀。可以说，正是这种伦理关怀的缺乏，导致整个福克纳

研究无法继续深入发展。

武月明敏锐地意识到福克纳研究面临的危机，并勇敢地寻找解决这种危机

的途径。她在仔细阅读福克纳小说的基础上，对福克纳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思

考与分析，尝试运用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回到福克纳创作的历史现场和

伦理语境中去，从历史辩证的角度，结合当时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经济及

法律制度，对美国南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

我的伦理关系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辩证解释。武月明认为，美国南方社会的种

种矛盾纠结，无论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历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

都受到当时伦理的制约，绝非简单的政治运动能够解决的。政治斗争，诸如战争、

示威游行、修宪等，可以让黑人走出奴隶主的种植园，却难以让他们真正融入

白人主流社会。政治权力的争取，可以让女人走出家庭，却难以让她们真正摆

脱男权社会的阴霾。福克纳的作品中独特的伦理内涵，构成了福克纳创作的本

质特征，并无疑影响到如何评价它们的标准和尺度。而这一点，应该是进一步

研究福克纳关键之处。

武月明对福克纳的独特理解表明，她在文学研究中有一种道德自觉，这就

是一个学者在研究文学中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应该坚持的道德立场和标准，

应该在研究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无论研究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研究者

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的特殊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教诲作用。当代的文学理论

往往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审美，忽视文学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教诲。尤其是是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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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对文本意义的消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文学批评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学研究中潜藏的危机，因而导致了文学

研究的伦理转向。中国学者的伦理意识相对出现得晚一些，直到 21 世纪初，文

学伦理学批评才开始在文学批评中流行开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福克纳研究

已经从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意识流手法扩展到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分析、后

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美国黑人批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比较文学、语言

学等各个方面，出版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尽管也有

不少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福克纳，但是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福克纳

的学术专著，还是武月明首开先河。

武月明这部著作不落窠臼，自有特色。总体而言，它由两大部分组成：文

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梳理与福克纳小说创作伦理主题的分析。

在这种研究结构中，武月明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作为研究福克纳的

新尝试，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这有助于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更是有利

于运用这种方法去批评文学。在理论研究这一部分，武月明对文学伦理学批评

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讨论，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

以往的道德批评、历史学批评、社会性批评的不同进行了区分。这种梳理表明，

武月明在创新意识的推动之下，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是深刻的，她掌握了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原理，懂得如何运用这一方法去进行文学的批评。正是

有了这个前提，武月明才能准确地从福克纳的创作中发掘出一系列伦理主题，

用于自己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武月明的研究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

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福克纳的重要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进而

揭示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下南方人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异化，

揭示机器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对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的漠视。通过对福克纳小

说的分析，武月明揭示出是什么导致了人伦精神的恶化，从而肯定福克纳小说

的伦理价值。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点上，武月明认为福克纳不仅继承了伟大的

文学传统，更是继承了伟大的道德传统。 

武月明在著作中提炼出福克纳小说中的基本伦理主题，如生态伦理、种族

伦理、家庭伦理、女性伦理、成长伦理，选取福克纳的主要小说从分析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入手，探本求源，剖析被福克纳记录在文

本世界中的 20 世纪美国南方社会有别于北方的伦理现象与伦理关系，以及他自

己和社会所做出的伦理回应。她的这一研究路径表明一位年轻学者所具有的坚

实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证明她在研究中能够做到举重若轻。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武月明既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也有晓畅朴实

的文风。她能够娴熟地把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没有抽象空洞

的理论说教，没有晦涩虚浮的学术话语，这是值得赞赏的学风和文风。她既对

福克纳研究的学术史十分熟悉，也真正细读了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并能够在自

己的研究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一位年轻学者求实严谨的学风。阅读

作家的作品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才会有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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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与深入理解，才能真正发掘出福克纳作品中伦理价值。武月明做到了这一点。

阅读武月明这部著作时可以感到，她的思考是十分深刻的，她力图表明一

种观点，福克纳的小说是伦理环境的产物。福克纳的小说是在“南方”发生的

文学现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只是他的写作方法。福克纳是一个南方人，

他对南方熟悉，所以需要南方为他服务。但是，他并没有囿于南方的历史事实，

而是用巧妙的方法将想象与真相、历史与现实糅合、增删、修改，创造出文本

世界中的南方历史。福克纳的文本不只是被动地再现所谓的历史，而是在伦理

现场中表现历史的力量。这段历史是他小说伦理结构的一部分，在他的内心深

处积淀已久。文学文本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志，福克纳的小说同样如此，

不仅带有自己的伦理倾向，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范

本。

武明明善于抓住福克纳的本质特征，能够准确归纳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发

表自己的独特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人物，

艺术探索的目光不仅聚焦于个体的内心世界和南方人的精神领域，而且也投向

了外部世界，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者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审视福

克纳创作的主要作品，认为它们的伦理主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肯定大

自然所承载的文明价值，关注自然与技术文明之间的伦理冲突；二是思考文学

如何反映美国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变革中存在与占有、

和谐与对峙的伦理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伦理秩序的嬗变。

从武月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从高度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

小说家而转型为一个关注人与外部世界伦理关系的小说家，并不是一个一蹴而

就的过程。因此，这部著作研究了福克纳所经历的一个不断调整世界观的自我

认知过程，反映了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对社会和历史高度负责的道德责任感，这

对我们今天那些不愿担负道德责任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其警示的意义是不言

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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